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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经常给孩子讲传统文化，我总会碰
上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有一次，一位家长
突然问我：“你说博物馆里的这些文物，到底
有什么用？”

被这么一问，最开始有些不知所措。因
为我只先入为主地知道：这都是好东西，是
古人留给我们的珍宝，每件都价值连城，我
们得好好保护和研究。至于有什么用？也是
啊，去博物馆逛过了，看过了，然后呢？

幸好，当时眼前正好有一件“何尊”的复
制品。我指着何尊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天
天说的‘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出处，就在
它上面的铭文里。”

他一下子来了兴趣，细细打量着这件青
铜器，辨认着“宅兹中国”的铭文。顺理成章
地，我又给他讲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
臂，东汉“多贺中国人民富”铜镜……我对他
说：“中国”这个词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经
历了几千年的演变，才具有了我们今天公认
的含义。如果要知道我们为什么是“中国
人”，何以成为“中国人”，就要回到历史长河
中，去寻找它的源和流。

所以说，文物有什么用？它们躺在博物
馆里，看似冷冰冰的，不是来自这座坟，就是
出自那座墓；但是，一句“宅兹中国”，足以激
起一位对文物完全陌生的中国人的热情。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每个人都会遇到三
个简单直接的问题，据说大到每个人的人生
意义，小到办公楼的安保日常盘查，都是这
三个问题：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你要干
什么？

从文物中，可以看到“你从哪里来”。何
尊上“宅兹中国”的铭文不用多说，它告诉我
们：3000多年前的祖先就开始谈论“中国”。
所以这位给我提问题的朋友，他看到了何尊
的铭文后突然兴奋，他心底的某些好奇被点
燃，他要知道作为中国人，到底是从哪里来
的。这份热情，是何尊（哪怕是一件复制品）

带给他的。从他的表现，我感受到了何尊炽
烈的温度，它足以在一瞬间激活一位炎黄
子孙的血脉，只因为他是中国人。

从文物中，可以看到“你要到哪里去”。
南京博物院有一件元代萧何月下追韩信图
梅瓶，这是一件精美的青花瓷器，上面画的
却是萧何追韩信的故事。我们知道，韩信在
刘邦手下不被重用，想转投他乡；幸而萧何
有知人之明，听说韩信离去，急忙连夜把他
追回，这才为大汉江山留住一位帅才。

那么，这样一件艺术品，古人为什么不
画花卉、山水，反而画一个故事？因为古人
也会有前途未卜的迷茫，古人也会有选择
的纠结；对实现人生价值的渴求，不经意
间就会流露出来。梅瓶在当时多是酒器，
无论是壮行豪饮，还是借酒浇愁，身边摆
着这样一个漂泊半生终逢慧眼的故事，人
们总会和自己的处境相印证，从而进一步
思考未来将何去何从。即使是几百年之
后，我们看到这件梅瓶，依然可以感受到
它的温度。不仅仅是因为里面曾经盛过烈
酒，更是因为它一直用一幅知名的图画照
亮着迷茫者的前程。

从文物中，可以看到“你要干什么”。我

们普通人日常干什么？无非是忙忙碌碌、吃吃喝
喝。那么，古人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南京博物院
藏的一幅《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其中描绘
的是嵇康、阮籍、荣启期等高士雅集的场面。其
实所谓“雅集”，无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派对”
而已。即使是高人雅士的生活和我们也没什么
本质不同。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代文物翠玉白菜，
一段青白两色的翠玉被巧手匠人雕成的一棵白
菜。按说这是和常理反着来的：从来都听人夸“这
白菜好，像玉一样”，没听人说“这块玉好，像白菜
一样”——这回倒好，人家匠人给皇家干活，干脆
直接把玉雕成白菜，为什么会这样做？

与此相照应的是另一个有趣的故事：乾隆皇
帝给他母亲祝八十大寿，寿宴的几百道菜肴，都
挖空心思取了好听的名字，其中有一道菜叫“翡
翠玉版”——这是什么山珍海味？其实就是炖白
菜汤。所以同是清宫，一边把白菜叫成“翡翠玉
版”，一边把美玉雕成家常白菜。即便是皇家，也
不能天天钟鸣鼎食，也得时不时接接地气。高士
日常干什么，皇家日常干什么，我们普通人日常
也就会干什么。上文提到的砖画，还有这件翡翠
白菜，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其中浮动着的人间
烟火。

所以，文物不是冷冰冰的，文物是有温度的。
它的温度，足以为每个人点燃寻源火种，照亮漫
漫前路，熏染日常起居。徐怡恒的《有温度的文
物》，正是这样一本书，书中选了19件文物，对它
们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并且讲述了这些文物和
我们现代人的关系。从她清新流畅的文字中，这
些传世珍品的温度，有的炽热、有的温暖、有的冲
和，足以让我们鉴古知今，在看历史的同时，更能
看到我们自己。

《有温度的文物》
作者：徐怡恒
出版社：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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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宝鸡出土的逨盉（图11）
有直管状流，流端作龙首状。鋬呈
龙首向下喷水状。口上有凤鸟形
盖，器身与盖用虎形链及双环相
连。腹部两侧纹饰相同，分别由三
圈组成，由外向内依次为变体夔龙
纹、重环纹和蟠龙纹。逨盉是祭祀
礼器，它将凤鸟、猛虎、蛟龙，作为
沟通天地、人神的使者，使天地人
三者合而为一，含有龙腾虎跃凤呈
祥的美好寓意。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龙虎
纹青铜尊（图12）肩部以圆雕和浮
雕相结合，塑造 3条生动的蟠龙形
象，龙身蜿蜒，龙首探出，额有双
角，阔吻巨口，两眼大睁。腹部纹饰
为一个虎头两个虎身，虎口之下有
一人形，人头衔于虎口之中。虎身
下方以扉棱为界，饰两夔龙相对组
成的兽面。龙头和虎头用浇铸法从
外壁突兀凸起，雄健粗犷，具有
威武逼人的悍气。

浙江温岭博物馆收藏的商
代蟠龙纹青铜盘（图13） 最为
独特的是盘中以浮雕手法铸出
蟠龙形象，身躯盘旋，龙首高
昂，浮雕龙首自盘心挺然而出，
高出盘有 10 厘米，似跃出盘
面，腾空而去。

河南妇好墓出土的妇好盘
（图14） 腹外壁饰连续带状夔
纹，足外壁饰连续带状饕餮纹，
盘内壁以蟠龙为主纹，龙头位
于盘心，头下配一夔纹，头两侧
分别铸“妇好”铭文，蟠龙外围
饰一圈兽形纹，装饰华丽。

（上接7版）

一元复始龙增岁，万象生辉燕报春。2024年
春节，山西博物院到处充溢着欢乐喜庆的节日气
氛。正月初一至初八，山西博物院和山西青铜博
物馆共迎来 168858 人次的观众，涉及山西博物
院全网媒体报道数达 47606条，官方自有新媒体
平台共计发布活动信息 129 条，阅读总量达
1157160次，推出社教体验活动174场，辐射现场
参与观众7000余人。

六大展览不停歇
百件文物震撼呈

围绕龙年新春，山西博物院密集推出六个主
题展览，通过文物展示和故事陈述，深耕公共教
育职能，让观众在优秀传统文化里品尝浓浓的年
味儿，感知历史文化魅力。

从元、明、清时期的传世书法展到山西博物
院院藏动物标本展，让公众感受古人书法艺术的
传神以及动物标本展瞬凝时间的永恒魅力；从
湖南商周青铜艺术展到龙年生肖文物大联展，
在穿越时空之间，足不出户了解湖南商周青铜
文化的瑰丽篇章的重生，也了解了古人对于龙
图腾的崇拜；从陆贤能捐赠绘画作品展再到太
原龙泉寺唐代塔基地宫五重宝函特展，一边是
大师匠心独运的画作，一边是千年佛教瑰宝重现
人间的神圣……不同的主题展览，汇聚了380多
件（套）文物精品，不仅蕴含饱满的历史故事，也
展现了中华儿女独具特色的文化自信。

“瑞相重光——太原龙泉寺唐代地宫出土五
重宝函特展”是“春节档”中最受欢迎的展览。
2008年太山龙泉寺文管所在修建蓄水池时发现
一座神秘地宫，经抢救性发掘后从该处佛塔遗址
里发现了一件石椁，层层揭取后，石椁、木椁、铜
椁、银椁、金棺，盛唐五重宝函得以重见天日。此
次特展是五重宝函的首次聚集性展出，也是对山

西考古和文物修复工作的一次重要展示。展览开
幕之际，还举办了太原龙泉寺唐代地宫遗址发掘
保护学术研讨会。以展览为切入点，深化博物院
教育职能，邀请曾经参与过考古发掘的专家学者
作主题演讲，从学术发掘、展览策划等方面进行
详细介绍，使展览更具学术性和科普性。

在山西青铜器博物馆内，策划了 5 个月的
“此湘有礼——湖南青铜艺术展”终于亮相，百件
商代至战国的湖南青铜精品远赴山西，定格楚式
青铜的璀璨。上百件湖南青铜器组团来山西“过
年”，其中不乏精品、孤品和“新品”。重达221.5公
斤的中国“铙王”湖南大铙、铸有人脸形状的青铜
器大禾鼎、第一次离开湖南老家的青铜觥，以不
同的光彩吸引公众。千年前，青铜器呈现了南北
方的文化差异；千年后，它们在这里诉说着中华
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讲述着湖南那片土地上独具
地域特色的社会面貌。文化的交流和致敬，又何
尝不是对新年最好的问候？

互动形式多姿多彩
拉进博物院与公众距离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变得有温度，是
山西博物院全体人员共同努力的方向。严谨之
中，讲述历史故事；温情之下，拉进博物馆与公众
的距离，尤其是过年期间，一个小小的举动，一声
亲切的问候，都承载着文博人浓浓的节日祝福。

春节期间，来山西博物院参观的前 20 名观
众会得到一份特殊的礼物——“福”字书法作品。
这些书法作品由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山西省书
法家协会主席石跃峰书写，而送出新春第一“福”
的则是山西博物院的“掌门人”。从初一到初八，
在山西博物院院长王晓毅的带领下，院领导都会
在展厅与公众互动，大红的福字、暖心的祝愿、亲
切的微笑，传递着晋博对观众的美好祝福，增进

了博物院与公众的互动交流。手捧着“福”字，大
人们露出惬意的笑容，孩子们则站成一排合影，
浓浓的祝福温暖着寒冬。不少公众表示，这是他
们收到的最有意义的新春礼物。

除了满满的祝福，博物院还有上百件新鲜出
炉的文创产品与观众见面，包括 29款龙元素文
创新品、37款“晋魂”系列新品、9款“铜”趣系列
毛绒玩具新品、18款“褚墨纷华”系列文创新品、6
款“问福”系列新年主题冰箱贴、17 款新品文创
印章。其中，与龙元素相关的文创产品，深受观众
喜爱，如陶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彩绘龙盘，被
做成项链等首饰；龙形觥幻化成可爱的卡通形
象，成为孩子们的文具用品。最受欢迎的当属龙
元素文创雪糕，创意来源于琉璃鸱吻的造型，寓
意着“龙华富贵”。据统计，初一至初八，山西博物
院累计销售文创产品3万余件，创历史新高。

174场社教体验活动深入人心
过个有新意有创意的中国年

“博物馆里过大年”，不仅要新颖还要别致。
这个春节，山西博物院和山西青铜博物馆推出的

“龙行中华——甲辰新年系列活动”，累计开设
174场，辐射现场公众7000余人，让大家在动手、
动脑全情参与之余，过了一个有新意、有创意的
新春佳节。

在博物院，从初一到初八社教主题活动不停
歇，彩绘龙盘、木版年画印制、火漆印章制作等活
动，公众所使用的社教材料包都是工作人员根据
院藏含有龙元素的文物而设计开发的新品，是一
份专属于山西博物院的龙年记忆。

这个春节，大家在山西博物院“双人成
行——龙年生肖文物探秘”品牌教育活动中玩得
最开心。活动中，率先将参与队伍分为内向聪颖
型和外向勇敢型两类，参与者通过领取符合各自

性格的游戏手册，在展厅当中寻找龙形文物，并
根据题卡的提示，完成“成语接龙”“缝制龙头帽”

“龙生九子相关知识”“绘制龙文物身份证”等关
卡来找到最终的指定文物并合影。活动推出以
来，吸引了 500余名观众积极参与，其中以家庭
组和年轻人组居多。大家在深度参与之后，主动
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游戏体验，使活动传播范围
进一步扩大，也吸引一批外地游客前来打卡参
与。该活动不仅拉近了观众与馆藏文物的距离，
同时也让人们体验到更有趣的传统文化，为未来
的博物馆活动提供新的创意和可能性。

在山西青铜博物馆里，自助体验活动迎接了
八方游客。最受欢迎的是“祥龙献瑞”直播活动，
有传统的舞龙表演，有书法家和非遗传承人现场
创作年味儿十足的春联及龙纹剪纸作品。吉祥物

“尊尊”亮相直播间与线上观众萌趣互动，文博大
咖做客“青铜会客厅”围炉夜话，畅谈龙文物与龙
故事，以及《楚辞》与《诗经》吟诵等。丰富的知识、
最新的展览、热闹的氛围，让直播间精彩不断，山
西博物院微博、微信，新华社现场云、搜狐客户端
同步直播，观看量达140余万。此外，“吉金焕彩”
涂色体验，让观众用涂鸦的方式感受文物背后蕴
含的创意美学与艺术魅力；“金龙踏春”书签发放
活动，让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将博物馆的龙年记
忆带回家……观众纷纷表示，在博物馆里制作一
件传统手工艺品、集几枚纪念印章、领取一份限
定版书签或学习手册，是这个春节最特别的文化
体验。

志愿者深情陪伴
见证“博物馆里中国年”的蜕变

春节期间，山西博物院里的那一抹红是院
里最亮眼的风景线，志愿者用热情的服务和专
业的讲解陪伴观众开启新春观展之旅，对于很

多志愿者来说，他们也是博物馆事业的参与者和
见证者。

荣获 2023 年度山西博物院“特殊贡献奖”
称号的志愿者田向洲，今年春节依旧按时出
现在这里，他说：“相比往年，今年春节来博物
馆过大年的观众更多了，多数都是家庭群体
为单位进行参观，说明人们对博物馆的关注
度越来越高了。在社教活动中，大家的参与热
情高涨，很多活动刚一公布，名额瞬间就报满
了。志愿者的服务意识不断增强，志愿服务人群
就越来越多……”

志愿者王建强已连续9年在博物院过春节，
提起这么多年来的感受，他娓娓道来：“以往，博
物院正月初一会闭馆，今年则是正常开放。我们
的服务都采取报名的形式，没想到正月初一的服
务岗位，第一时间就被报满了，我当天也是以游
客的身份进入场馆，然后为大家提供服务的。在
服务中，其实最让我感动的是博物院的工作人
员，从院长到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过年期间都
与工作人员在一起，维持秩序，引导人群，他们的
尽职尽责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过年期间，共计近17万人走进山西博物院，
安保人员牢固树立大安全观，层层压实安全责
任，把晋博各项安全工作抓实、抓细、抓好。当大
家徜徉在博物馆里时，背后离不开他们的守护。

博物馆里的年味儿，是公众与历史文明的隔
空对话，是古老与现代文明交融的文化体验；博
物馆里的年味儿，是珍贵历史文物遗存折射出的
文化光芒和自信；博物馆里的年味儿，在开创的
特色活动中承载了人们的珍贵记忆。未来，山西
博物院将继续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为中华优秀
传统优秀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擦亮博物馆的文化
名片，让鲜活的文物、悠扬的历史与公众之间，实
现更多的“双向奔赴”。

（山西博物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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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里的年味儿——

万观众山西博物院里过大年


